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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的发展和前沿问题 
 

 刘俊海   谢增毅 
 

  1 
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理论创新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1.社会法的作用和主旨。学者普遍认为，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
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

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

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

和文化生活的关注远远不够。 
  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

社会关系中，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

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

会问题。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

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

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社会法的定位和内涵。关于社会法的定位，有观点主张：从现代法学的划分角度，应当将
法律区分为公法、私法与社会法。按照这种“三分法”，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

三分法的划分推广后，作为新兴的法域，社会法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法不

是一个法律部门，应该把社会法看作一个法域，一个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领域。也有观点认为，

社会法不是第三法域的代名词，而是一项体系完整的基本法律制度，是中国七个法律部门中的一

个独立部门。关于社会法的内涵，有学者认同立法机关的解释，主张社会法是指“规范劳动关系、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

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学

者在考察国外社会法的概念和学说的基础之上认为，社会法是解决一国的社会问题、体现国家的

社会政策，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权利，需要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法律部门。 
  3.社会法的核心范畴和体系。有学者提出，社会权（社会权利）是社会法的核心范畴。社会
权泛指弱势群体享有的体现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社会正义是社会权的核心价值。

社会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增强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

且有助于确保政治安定和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还有利于弘扬和谐、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构

建和谐社会，必须确认和维护社会权。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法起源于国家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其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

目标，是对传统民法的修正和补充，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权利。应该按照社会法的功能和本质，根

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社会权利为核心构造中国特色的社会法体系。确定社会法的体系和范围应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权利的范围。由

于社会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确定社会法的范围还应当考虑公民的社会权利的范

围。应该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所包含的社会权利作为确定社会法范围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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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会法的发展前景。有学者认为，完善社会法理论对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以及
社会法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法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统一“社会法”的概念

以避免法学资源的浪费；其次，还应当创造出比较完善的社会法学的理论体系，以引导法律实践

的发展。 
  有学者在以立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权利保障方面建议在国家立法规划中，增加制

定《社会法典》、《促进就业法》、《平等就业保障法》、《劳工权利保护法》、《住房法》、《医疗保健

法》、《福利保障法》（包括失业福利、老龄福利、工作事故和职业疾病福利、家庭福利、生育福

利、因残疾丧失工作能力的福利等内容）、《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

等社会立法。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

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2 
《劳动合同法》制定中的热点问题 
  1.《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双方当
事人表面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于强大的用人单位总是处于弱

势地位，因此《劳动合同法》应当秉承劳动立法产生以来的历史传统，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权

益，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到相对的实质平等。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劳资双

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的，劳动立法本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理念无可非

议，但如果仅仅只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忽视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就会矫枉过正，导致恶

性循环。因此，在立法理念上应强调“在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偏重于保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2.《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有学者认为，应当以《劳动法》为依据制定《劳动合同法》。
《劳动法》开宗明义地强调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向劳动者倾斜的立法宗旨非常明显。因

此，《劳动合同法》也需要秉承这样的精神和宗旨，以《劳动法》作为其立法依据。也有学者认

为，如果以《劳动法》作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就会出现悖论：《劳动法》作为上位法

其效力高于《劳动合同法》；当《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劳动法》

的规定为准。这显然与《劳动合同法》的宗旨不符。为避免这样的矛盾，在确定《劳动合同法》

的立法依据时，其语言表述仍需进行斟酌。 
  3.劳务派遣制度。针对劳务派遣现象，学者们认为应当严格规范劳务派遣制度。有学者认为，
应规范劳务派遣单位，严格准入制度和审查淘汰制度，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中介机构必须严格区

别开来，不准许兼业。有学者认为，劳务派遣单位必须与被派遣职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且要

明确期限。也有学者认为，无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之间如何协议，劳务派遣职工与非

劳务派遣职工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对所派遣和使

用的劳动者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4.劳动合同短期化的对策。控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题是《劳动合同法》需要破解的难题之
一。简单地规定工作多少年限就必须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应当从目前用人单

位劳动关系短期化的基本动因入手，通过加大用人单位的解雇成本来遏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

题。同时，法律应规定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要支付补偿金，期限越短、次数越多支付的越高，

同时限制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以此对劳动合同短期化的趋势予以适当的限制。 
3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1.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保障规定为宪法
权利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意义巨大。我国 2004 年修改《宪法》时并没有对社会保障制
度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社会保障权是否为我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尚不明确。我国应从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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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国家义务两方面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有学者认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是当务之急。目前要考虑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加快人

大统一立法并确定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强化社会保障的执法和监督，尽快制定以社会保险

法为核心的包括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优抚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最终制定一部完善的

社会保障法典。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我国现阶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
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能保障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推动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和农村同

步发展，拉动农村内需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农村和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迫切而必要。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城

乡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地区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强制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保障农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3.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和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多种形式并存的具体保险类型决定了制度适用的复杂性。我国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建立适用于全民的制度，使全体公民在生病的情况下都能够从国

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立法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特征，如何使千差万别的

地方立法具有可协调性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存异的基础上，更要注重适

用上的求同。 
  除了以上问题，我国卫生法律体系的完善，公民教育权的保护，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和安全生

产法律制度的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等也是社会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